
附件 4： 

中汽协会《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维管理规范》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要过程 

（一）任务来源 

随着新能源电动汽车市场的迅猛发展和普及，充电设施作为电动汽车的重要配套设施，

其建设与管理日益受到关注。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持续高速增长，据中国充电联盟

统计，截至 2024年 6月，我国充电基础设施保有量达到 1024.3万台，同比增长 54%，其中

上半年公共充电桩增量为 39.6 万台，同比上升 12.7%，随车配建私人充电桩增量为 125.2

万台，同比上升 14.7%。全国充电总电量约 45.6 亿度，同比增长 54.1%。然而在实际运营过

程中，充电设施的维护与保养工作往往存在诸多不足，尤其是在充电安全方面，诸如电池充

电起火等安全问题时有发生，严重制约了新能源电动汽车产业的健康发展。 

此外，随着新能源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市场的不断扩大，充电设施的数量和种类也在不断

增加。不同的充电设施在结构、性能、使用寿命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给充电设施的维护工作

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目前市场上充电设施维护服务存在以下问题：缺乏统一的操作规程和安

全标准，维护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维护过程缺乏监管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充电设施

的维护质量，也增加了维护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制定一套全面、系统的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日常运行安全检查和维护的标准，具有

深远的意义。首先，这一标准将确保充电设施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从而有效减少因设备故障

或人为不当操作而引发的安全事故，保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其次，通过规范日常巡检、

安全检查和维护流程，降低充电设施故障发生的概率，从而提高充电设施的运营效率和充电

服务质量。这不仅能够为电动汽车用户提供更加便捷、可靠的充电服务，还将增强用户对充

电设施的信任度，进而推动电动汽车行业的持续发展。此外，该团体标准的制定还有助于提

升整个充电设施行业的管理水平和专业化程度。通过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可以促进行业内各

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充电设施技术的进步和创新。 

（二）主要起草单位及任务分工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

中心、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华恒盛科技有限

公司、安富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津大真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数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赛维电子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均胜群英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安易行（常州）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洲际通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阳光

新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全顺动能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平云小匠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蔚来能源有限公司、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开迈斯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车和家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声通融智

集团有限公司、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卡泰驰智慧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公

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停车行业协会、阳光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

公司、江苏申达检验股份有限公司。 

万帮数字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牵头标准初稿编制，负责组织参与单位专家开展标准研

讨，负责开展第 1版修订工作并形成修订文件，负责开展验证并形成验证意见汇总，负责开

展第 2版修订工作并形成修订文件汇总和发布。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盛弘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洲际通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数智控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对应

章节的初稿研讨，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协助完成标准文件的修订、验证及发布工作。 

1）2024 年 6 月 14 日，充电联盟进行内部梳理和外部交流，研究了行业痛点，明确了

产业链上下游需求，邀请万帮数字能源（星星充电）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充电站部分运维管理

规范的前期标准说明等的评审工作。 

2）2024 年 6 月 20 日，万帮数字能源与充电联盟在前期的市场研究基础上，进行研究

标准从三个场景开展，分别为充电站场景，家庭充电场景，光储充场景等开展标准的研究，

初步确定本次规范范围为充电站场景的运维管理规范标准的制定。 

3）2024年 7月 23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充电联盟）通过现场评审形式组织召开《电

动汽车充电设施运维管理规范》系列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议，行业专家、标准起草单位及其

他参编企业代表等 30 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一致同意标准立项并公示 

4）2024年 9月 18日，万帮数字能源牵头组织标准文件初稿完成，10 月 16日充电联盟

组织参编单位进行现场标准修改评审讨论会议 

5）2024年 11月 25日，万帮数字能源在标准文档与参编单位完成数次沟通后，完成两

轮迭代，形成初稿并提报充电联盟。 

（三）标准研讨情况 

本标准研讨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确定标准框架和内容：在研讨初期，需要确定标准的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明确标

准的目标和定位。这包括标准的命名、整体规划、以及首先制定的标准项目即电动汽车充电



设施运维管理规范的范围和总体要求。 

b）收集和分析国内相关标准：在制定标准的过程中，需要收集和分析国内相关的电动

汽车充电设施及场站运营和运维的标准，了解其优点和不足。通过对比分析，可以为制定更

加科学、合理、可行的运维管理规范提供参考。 

c）讨论和确定标准第 1部分 总则、第 2部分 充电设施运维管理规范、第 3部分 人员

培训管理规范和第 4部分 安全应急处置；在研讨过程中，需要讨论和确定标准第 1部分的

运维管理的基本要求；需要讨论和确定标准第 2部分的现场运维管理规范、智能运维功能管

理规范等；需要讨论和确定标准的第 3部分人员培训开展的规则和培训内容；需要讨论和确

定标准的第 4部分安全应急处置中的应急分类和对应的应急动作。 

d）汇总意见和建议：在研讨过程中，组织桩企及运营商讨论，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进行汇总，形成完整的研讨成果。对于一些有争议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协商，以

求达成共识。 

e）形成标准草案：根据研讨成果，形成标准草案。标准草案应该明确、具体，具有可

执行性。在形成标准草案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文字表达的准确性和条理性，确保标准的内容

能够被准确理解和执行。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编制原则 

a）规范性原则：本标准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 

b）按场景制定原则：因为不同充电场景（充电场站、家庭充电、光储充场站等）对充

电设施运维有不同的要求和考虑，所以本标准按充电场站运维管理要求进行标准制定。 

c）广泛征求意见原则：工作组内企业对修订内容进行多次征求意见，并在会上充分讨

论。 

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划了充电场站运维管理的四个部分的要求，包括基本要求、充电设施运维管理

规范、人员培训的管理规范、安全应急处置的管理规范。 

a）对运维运营服务商的技术资质要求、人员要求（资质、培训、等级）、工器具的要

求、备件管理的要求、信息系统的要求、充电设施设备标识的要求参照《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运维管理规范》的第四章节：基本要求。 

b）对现场运维的管理规范，包括验收、巡检、排障等要求，以及涉及智能运维的系统



设计、技术要求等具体参照本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维管理规范》的第五章节：充电设

施运维管理规范。 

c）对运维人员培训和认证的要求，具体参照本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维管理规范》

的第六章节：人员培训管理要求。 

d）对充电场站的安全管理要求、消防管理要求、信息安全的要求，以及现场应急处置

的要求，具体参照本标准《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维管理规范》的第七章节：安全应急处置。 

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国外尚未发布此类标准，在国际上无对比对象。 

四、主要关键指标及试验验证情况 

本技术概要通过明确适用范围、细化维护内容、强化安全检查和技术要求，以及加强人

员培训与资质认证，为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安全、可靠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

也促进了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行业的规范化发展。目前行业内多个公司已经进行了体系

化的验证。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a）内容的一致性：本标准的内容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保持一致，不存在

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b）标准的更新和维护：随着技术和市场的不断发展，本标准可能需要不断更新和维护。

在此过程中，本标准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最新要求保持一致。 

c）制定程序的透明度：本标准的制定程序始终保持透明度，充分吸收各方意见，确保

标准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六、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a）标准宣贯和应用的难点 

充电设施技术演进快：充电设施技术一直在快速演进，从充电模块到系统架构，几乎每

年都在变化；所用零部件的规格型号众多，缺乏一致性；部分零部件缺乏反馈信号，智能化

程度不高。这些制约着信号、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功能。 

智能运维技术的使用意愿程度不一：目前充电设施设备型号繁多，充电运营商众多，运

营平台也很多。各运营平台的运维功能参差不齐，运营商对智能运维有一定需求，但使用意

愿程度不一。智能运维功能还在探索，从数据收集到平台分析再到流程管理，各个环节还不

通畅，制约了智能运维效益的展现。业主、运营、运维可能有不同的主体，在智能运维上的

诉求不同，多方共赢的产业模式有待开创。 



b）推广应用的措施和计划 

根据本标准提出的电动汽车运维管理要求的规范，指导企业对充电设施运维规范化执行，

以满足国家新能源战略的要求。在贯彻措施方面，首先应在实施前保证本标准的宣传，使每

个相关企业都能及时获知本标准并能获取，这是保证新标准贯彻实施的基础。其次，对于标

准适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的疑问，起草单位有义务进行必要的解释。最后可以针对标准适用的

不同对象，有侧重点地进行标准的培训和宣贯，以保证标准的贯彻实施。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